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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探究大学生情绪智力与压力知觉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领悟社会支持的影响。本研究采用情绪智力量表、

社会支持量表、压力知觉量表对303名大学生进行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社会支持、情绪智力和

压力知觉都高于中等水平；情绪智力、社会支持与大学生压力知觉呈显著的负相关，情绪智力与社会支

持呈显著正相关；情绪智力对压力知觉的直接效应为−0.32 (95% CI: −0.482~−0.158)，社会支持在情绪

智力和压力知觉间的部分中介效应值为−0.138 (95% CI: −0.183~−0.033)。研究结果表明提高学生的情

绪智力和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有利于改善其压力知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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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explore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tress perception of 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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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e students is influenced by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in this study, 303 college students were 
investigated by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cale, social support scale and stress perception sca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ocial suppor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tress perception of college stu-
dents are higher than the middle level;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ocial support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ollege students’ stress perception, while emotional intelligence is positively cor-
related with social support. The direct effect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on stress perception is 
−0.32 (95% CI: −0.482 ~−0.158), and the partial mediating effect of social support between emo-
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tress perception is −0.138 (95% CI: −0.183~−0.033). The results show that 
improving student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support is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ir stress 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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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3 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指出，大学生群体存在抑郁、焦虑的比例高达 24%，抑郁风

险检出率位居第二。众所周知，大学生是一个承载着社会、家长高期望的特殊群体。这个阶段他们面临

着一系列重大的人生课题，如大学生活的适应、专业知识的学习、交友恋爱、择业就职竞争等。但由于

他们身心发展尚未完全成熟，复杂的自身和社会问题往往容易导致他们产生强烈的心理冲突，从而产生

较大的心理压力，这使得大学生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高压力群体。 
相比于压力，压力知觉主要指个体对于自身所处环境的评价。即个体在面临构成威胁的情境或超出

自身应付能力的事件时，主观感受到的压力程度以及对自己应付能力的感知程度(侯琬玥，2019)。情绪和

应对的认知关系理论(Cognitive-relational Theory of Emotion and Coping)认为个体在面对压力事件时，稳定

的个体因素和外在的环境因素共同影响压力的认知评估过程(Lazarus & Folkman, 1987)。即如果个体能够

及时地觉察自己的情绪并采取适当的方式管理情绪，与他人产生连接，那么个体主观的压力感受也许能

够得到适当缓冲。目前巩文冰等人的研究表明，个体的情绪智力水平和压力知觉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巩文冰，张进辅，2012)，情绪智力可以显著预测压力知觉。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1：个体的情绪智力

可以负向预测其压力知觉。 
此外，高情绪智力的个体在社交活动中也较易与人为善、与人交友，能够感知到更多的支持。已有

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也是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性因素之一，它更强调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定义社会

支持的概念，更重视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自我感受。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认为，良好的社会支持能够缓

解个体心理压力，抑制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的产生(Scardera et al., 2020)。即使是那些在青春期经历过

心理健康问题的人，其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也能帮助他们在向成年过渡的阶段中，避免出现严重的心理

障碍(Peñate et al., 2020)。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2：个体的情绪智力可以正向预测起领悟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缓冲器理论指出只有当人们遭遇应激事件时，社会支持才能起到“预防”的作用，进而保

护个体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实证研究表明，高水平的社会支持能够通过强化个体的感知能力来使个体重

新定义潜在的危害，降低个体对压力事件的评价(Park et al., 2013)。在社会生活中，亲密关系给个体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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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支持能够有效地降低青少年对压力的感知，并且还能降低个体知觉到的压力所导致的不良后果的

程度，进而增强个体对压力事件或情景的适应能力(Beehr et al., 2010)。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假设 3：领悟社会支持是个体的情绪智力与压力知觉二者之间的中介变量。

因此，本研究拟通过问卷调查探讨情绪智力、领悟社会支持、压力知觉之间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深入了

解和认识影响大学生压力知觉的因素和其内在机制，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提供科学依据，丰富

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成果，维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江苏某高校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通过问卷星平台进行线上问卷调查。

在删除具有明显的规律性答案或极端值等特征的无效问卷后，共收回问卷 330 份，其中有效问卷 303 份，

有效率 91.8%。其中：农村 188 人(62.05%)，城镇 115 人(37.95%)；独生子女 97 人(32.01%)，非独生子女

206 人(67.99%)；大一年级 30 人(9.9%)，大二年级 26 人(8.58%)，大三年级 63 人(20.79%)，大四年级 184
人(60.73%)。 

2.2. 研究工具 

(1) 压力知觉量表。该量表共包含 14 个条目，包括紧张感、失控感三个维度。采用 5 级计分(1 = 从
不，2 = 偶尔，3 = 有时，4 = 经常，5 = 总是)，量表得分越高，表示被试知觉到的压力愈大。量表还包

括了 7 个反向计分题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a 系数是 0.75。 
(2) 社会支持量表。该量表共包含 12 个条目，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他人支持三个维度。采用

7 级计分(1 = 极不同意，2 = 很不同意，3 = 稍不同意，4 = 中立，5 = 稍同意，6 = 很同意，7 = 极同

意)，量表得分越高，表示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a 系数为 0.90。 
(3) 情绪智力量。该量表共包含 33 个条目，分为情绪知觉、自我情绪管理、他人情绪管理、情绪利

用 4 个维度，采用 5 级计分(1 = 很不符合，2 = 较不符合，3 = 不清楚，4 = 较符合，5 = 很符合)，量

表得分越高，表示被试情绪智力水平愈高。量表还包括 3 个反向计分题目，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a 系数是 0.85。 

2.3. 质量控制 

本研究采用面对面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在正式调查前，由施测者向被试说明调查目的、意义、保

密承诺等事项，并获得了他们的知情同意后发放了“问卷星”二维码。 

2.4. 统计方法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探究情绪智力对压力知觉的影响；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情绪智力、领悟社会支

持及压力知觉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独立样本 t 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的统计学方法分析各变量在

人口学因素上的差异；采用 Bootstrap 对领悟社会支持在大学生情绪智力和压力知觉间的中介效应进行直

接检验(使用 SPSS 插件 PROCESS Version2.16 进行)。 

3. 研究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主要探讨大学生压力知觉、情绪智力与领悟社会支持之间的关系，各维度的平均数、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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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见表 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social support,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tress percep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表 1. 大学生社会支持、情绪智力和压力知觉的描述性统计 

维度 项目数 M SD 
家庭支持 4 5.139 1.239 
朋友支持 4 5.513 0.926 
其他支持 4 5.389 0.950 
情绪知觉 12 3.707 0.426 

自我情绪管理 8 3.943 0.402 
他人情绪管理 6 4.031 0.480 
情绪利用 7 4.073 0.454 
紧张感 7 3.198 0.646 
失控感 7 2.564 0.577 

 
通过对受试者整体压力知觉情况的统计，具体分布见表 2。根据 0~28 分属于正常水平，29~42 分表

示压力知觉水平偏高，43 分及以上表示压力知觉水平过高的划分标准。可知：只有 2 名受试者的压力知

觉得分处于正常水平，占 0.6%；69 名受试者压力水平偏高，占 22.8%；232 名受试者压力知觉水平过高，

占 76.6%。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pressure sensing levels 
表 2. 不同压力感知水平的分布情况 

压力等级 频次(人) 百分比(%) 
正常 2 0.6 

压力偏高 69 22.8 
压力过高 232 76.6 
总计 303 100 

3.2. 领悟社会支持在情绪智力和压力知觉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在进行中介检验前，首先进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见表 3)，对压力知觉、情绪智力与领悟社会支持进

行 Person 积差相关。结果表明，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具有统计学意义。 
 

Table 3.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emotional intelligence, social support and stress percep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表 3. 大学生情绪智力、社会支持和压力知觉的相关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9 
1 1         
2 0.079 1        
3 −0.066 −0.391*** 1       
4 −0.013 −0.360*** 0.422** 1      
5 −0.013 −0.421*** 0.520** 0.717** 1     
6 −0.016 −0.493*** 0.276*** 0.409*** 0.385*** 1    
7 −0.17** −0.414*** 0.206*** 0.382*** 0.338*** 0.491** 1   
8 0.123* −0.404*** 0.274*** 0.564*** 0.557*** 0.525** 0.483** 1  
9 0.068 −0.404*** 0.366*** 0.458*** 0.456*** 0.460** 0.574** 0.553** 1 

注：1 = 紧张感，2 = 失控感，3 = 家庭支持，4 = 朋友支持，5 = 其他支持，6 = 情绪知觉，7 = 自我情绪管理，8 = 
他人情绪管理，9 = 情绪利用。**P < 0.01，***P < 0.001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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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采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软件中的 Model4，在控制生源地、独生子女和年级等变量的情况下，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进一步探究情绪智力、社会支持对压力知觉的预测效果。回归分析表明(见表 4)，
情绪智力对压力知觉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248, t = −3.867, P < 0.001)，领悟社会支持对压力知觉的

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191, t = −2.977, P < 0.01)。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emotional intelligence and social support on stress perception 
表 4. 大学生情绪智力和社会支持对压力知觉的回归分析 

因变量 预测变量 R R2 F 标准化系数 β t 
压力知觉 情绪智力 

0.389 0.151 26.722*** 
−0.191 −2.977** 

 领悟社会支持 −0.248 −3.867*** 
 
该研究将压力知觉作为因变量，情绪智力作为自变量，而领悟社会支持作为中介变量。旨在检验中

介模型的成立。具体模型见图 1。 
 

 
Figure 1. Model diagram of mediating effect of understanding social support 
图 1. 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效应模型图 

 
模型路径系数具体见表 5。结果表明：三条路径均在 P < 0.01 水平显著。根据上述结果构建中介模型

图。大学生情绪智力可能通过 2 条路径作用于压力知觉：① 情绪智力→压力知觉；② 情绪智力→领悟

社会支持→压力知觉。 
 

Table 5. Model path coefficient table 
表 5. 模型路径系数表 

路径 标准化系数 S.E. C.R. p 
领悟社会支持<−−−情绪智力 0.560 0.118 11.756 0.000 
压力知觉<−−−领悟社会支持 −0.191 0.033 −2.990 0.003 
压力知觉<−−−情绪智力 −0.248 0.082 −3.889 0.000 

 
另外，通过偏差校正的 Bootstrap 法检验发现(见表 6)，情绪智力对压力知觉的直接效应显著(95% CI

不包括 0)，效应量为−0.32，占总效应的 69.869%；领悟社会支持在情绪智力与压力知觉间的总体中介效

应显著(95% CI 不包括 0)，效应量为−0.138，占总效应的 30.131%。 
 

Table 6. Analysis of intermediary, direct and total effects of social support 
表 6. 社会支持中介、直接、总效应分析 

路径 效应值 
Bias-corrected 95% CI 

效应占比(%) 
Lower Upper p 

领悟社会支持中介效应 −0.138 −0.183 −0.033 0.000 30.131% 
直接效应 −0.32 −0.482 −0.158 0.010 69.869% 
总效应 −0.458 −0.594 −0.322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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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建议 

4.1. 讨论 

结果表明，大学生的情绪智力和社会支持总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相比于压力知觉，大多数大学生

所感受到的是一种较高的偏离正常水平的压力。鉴于本研究的数据采集时段为期中复习与备考阶段，受

试者的压力知觉有可能出现总体上偏高的现象。其次，在大学生感受到的领悟社会支持方面，朋友支持

维度的得分比家人支持和他人支持维度都要高，说明在压力状态下大学生感受到朋友给予的支持更多，

也更倾向于向朋友求助。这与国内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即领悟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社交焦虑有负性预测

作用(宋颖，张守臣，2016)。此外，非独生子女在情绪利用维度上得分高于独生子女，且存在显著差异。

这可能是由于非独生子女有长期接触的兄弟姐妹及受到家庭教育的影响，能够更多的学习如何考虑彼此

的情绪和感受，学会了对自己与他人的情绪进行管理，并运用情绪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目前已有研究发

现青少年的情绪智力会受到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吴宗慧(2017)的一项研究发

现父亲和母亲的情感温暖理解因子均与情绪智力各因子及总分存在显著正相关。还有刘秀清(2018)的研究

结果显示，积极地家庭氛围对青少年情绪智力以及健康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城镇的大学生

在情绪知觉维度上得分高于农村的大学生，且存在显著差异。这与杨小江(2017)研究结果一致。可能是由

于受教育环境及成长环境的差异，城镇的大学生接受到的资源更丰富，并积累了更多的情感体验，更着

眼于不断开发自己以优秀的成绩去影响别人，而农村的大学生进入大学后，可能会面临各种困境，需要

不断调控自我情绪，调整心理状态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最后，研究发现大学生压力知觉水平在各人口

学变量上均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当今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较高，高校一般都有能力为学生创造

更多的学习机会，父母在教育上也会尽量满足子女的需求，政府还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发放了助学贷

款。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社会文化的快速变迁，人们普遍都受到了难以估量的冲击，表现出了普遍

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 
大学生的情绪智力与压力知觉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与谢阳熙等人的研究结果相符合(谢阳熙，

范小庆，2014)。大学生的情绪智力与社会支持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已有研究表明，人际关系是人

与人之间交往与互动形成的直接心理联系，是影响个体身心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Lee et al., 2021; Tough et 
al., 2017)。情绪智力高的个体比较善于识别和调节他人的情绪，具有较强的社交技能，能感受到更高的

社会支持，相应的心理适应和社会适应能力也更高(何安明等，2020)。而情绪智力低的人，一般缺乏正确

认识理解自身情绪的能力，容易产生焦虑、暴躁、易怒、抑郁等不良情绪，缺乏自信心，遇到困难挫折

喜欢抱怨和指责，沟通能力弱，社会适应能力差，影响自身的发展与提高(张辉华，2014)。这与以往的纵

向和横向研究结果类似，情绪智力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心理适应能力(麦哲豪等，2022；Fetterman et al.，
2021)。此外，情绪智力各维度与失控感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自我情绪管理维度与紧张感呈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他人情绪管理维度与紧张感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表明，情绪智力越高的人，在面临困惑和

挫折时，越是能够更好地控制住自己的紧张情绪，在压力已经超出了他们能够承受的范围时，他们相对

不容易失控和崩溃。 
最后，结果表明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与压力知觉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这与杨强、叶宝娟等

人的研究结果相吻合(叶宝娟等，2014；杨强，叶宝娟，2014)。这意味着当个人所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

较高时，其对压力的认知水平就会较低。已有研究表明，当面对压力情境时，高领悟社会支持者有较高

水平的自我效能感，持有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善于主动寻找解决困难的策略，也具有较好适应复杂

环境的能力；低领悟社会支持者的自我效能感水平较低，持有消极、悲观的生活态度，体验到较多的负

性情绪，易出现心理问题(郭成等，2017)。在此基础上，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反映了他们对社会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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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期望和评价，以及对其所能得到的支持的坚定信念。当一个人在有压力的情况下感受到较多的支持

与理解时，他能更加自信地面对挑战、战胜困难，而不是被压力打到。目前实证研究也表明，领悟社会

支持对大学生抑郁有负向预测作用(金童林等，2020)。领悟社会支持不仅让个体感知到他人的理解与支持，

还减少消极经历带来的不良情绪(王光强等，2023)，即高领悟社会支持的大学生，能体会到更多的外界支

持，从而拥有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这印证了社会支持缓冲器理论观点。 
在明确了大学生情绪智力、社会支持、压力知觉三个变量间两两呈显著相关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探

明情绪智力对压力知觉的影响机制，阐明社会支持在其中的中介作用，采用了 Bootstrap 方法。结果表明，

0 被排除在了 95%置信区间范围之外，说明社会支持在情绪智力对压力知觉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

用。从大学生压力知觉的角度来看，高情绪智力的个体能够更好地觉察、评估和理解自我和他人的情绪

及相关信息，并能够根据环境的需求以适当的方式管理和使用情绪，从而获得有益的结果，减轻个人的

压力知觉。与此同时研究发现个体的情绪智力与社会支持关系密切，主要表现为情绪智力较高的个体能

够在主观和客观上获得更多的支持，同时能充分利用所得到的支持来减轻个人的压力知觉。 
总之，大学生的情绪智力既能直接影响其压力知觉，也能通过影响其社会支持水平来影响其压力知

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既要注意情绪智力的直接效应，又要注意社会支

持的调节效应，从而更好地维护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4.2. 建议 

本研究结果显示，具有较高情绪智力的个体与人的关系更加密切，感知到的社会支持更多，并且更

善于与他人建立连接，从而能够有效地缓解感知到的压力。有研究表明，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更高

认同度的大学生，其情绪智力发展的更好(卢家楣等，2016)。21 世纪是社会文化快速变迁的时代，复杂

多变的社会生活给人类自身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冲击，学术界开始关注人类的内生性问题，如民众健康，

社会心态等。社会形态是时代特征的心理表征，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

社会成员中多数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成为影响个体成员行为的模板(许燕，

杨宜音，2022)。能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社会心态的一种体现，将心理健康与国家建设有机

结合，关注社会治理心理学是未来发展的大势所趋。 
其次，社会支持是保护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2023 年《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通过从朋友支

持与婚恋状态两方面分析社会支持对抑郁风险的影响，结果表明情感支持与工具支持具有相似的影响，

而工具支持的影响略大。并且促进青年人拥有稳定和谐的婚恋关系，促进婚姻家庭和谐，对人们的心理

健康具有重要的价值。总之，当个体产生主观压力感受和身心压力反应时，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疏解，

那么就能有效地避免抑郁、焦虑、自伤等心理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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